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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科技资源现状调查及对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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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科技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第一动力 ,而科技资源是科技发展的基础和保障。通过对宁波市科技资源的现

状调研 ,获得了宁波区域经济发展的科技能力信息。调研内容涉及科技人才现状、科技研发及服务机构现状、产学

研投入、科技型企业现状、科技项目、科技成果及专利等。在完成数据的采集和初步整理后进行了分析 ,提出了促进

宁波市科技资源能力建设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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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宁波市科技资源现状分析

(一)科技人才队伍的建设情况

在一般性人才队伍的发展上 ,1998 年到 2002

年宁波市在人才资源学历方面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

的从 16 万增至 23 万 ,拥有大专以上文凭的从 817

万增至 2520 万。2004 年引进了 300 多名高素质科

技人才。

在专业人才构成方面 :从 1999 年到 2002 年 :高

级职称从 2188 % 增至了 3184 % , 中级职称从

23158 % 增 至 27164 % , 研 究 生 从 0155 % 增 至

0192 % ,本科生 17192 %增至 20173 % ;35 岁以下从

37136 %增至 53113 % , 35 - 45 岁从 20105 %增至

24158 %(见图 1) 。

图 1 　1999 年与 2002 年宁波市专业人才学历结构和年龄对比

　　(二)科技研发与开发机构现状

2004 年宁波市级企业工程技术中心累计总数

达到 99 家 (其中省级 52 家 ,国家级 2 家) ;全市重点

实验室达到 21 家 (其中省级 4 家) ;新引进大院大所

3 所 ,累计引进大院大所 6 所。拥有宁波市农业科学

研究院、宁波市水产研究所等 12 个独立研发机构。

(三)产学研投入状况

近几年宁波全市财政科技经费投入有较大增

长 ,2004 年达到 516 亿元 (市本级财政科技投入 115

亿元 ,约占财政支出的 4 %) ,预计增长率在 6 %以

上。获得国家科技项目经费资助达到 1500 多万元。

(四)科技型企业发展情况

2004 年底统计 ,宁波全市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累计达到 53 家 ,省级高新技术企业累计达到 192

家。同时宁波市还设有各级农业科技示范园区 ,

2003 年底已正式批准建设 11 个市级农业科技示范

园区。

(五)科技项目、成果及专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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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获得国家级计划项目达到 112 项 ,其中

3 项列入国家“863 计划”项目 ,1 项列入国家科技攻

关计划。共引进了 290 项高新技术项目。全市共有

7561 项专利 ,其中发明专利 741 条 ,实用新型 2954

条 ,外观专利 3866 条。

二、科技资源配置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宁波市政府非常重视科技工作 ,在政府的科技

政策导向、企业的发展需求、科技资源市场的运作、

人才的培养与引进等方面 ,宁波已经具备了良好的

基础。通过调研 ,显露了一些问题。促进宁波科技

资源能力建设应着重解决以下问题 :

(一)原有科技基础薄弱 ,科技创新能力不强 ,科

技创新的环境有待改善

科技创新能力有待继续提高 ,高新技术产业虽

然增长迅速 ,但在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仍然偏低 ;

传统产业技术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差距较大 ,

产业技术升级任务艰巨。包括高新技术产业在内 ,

产业技术对外依赖性十分明显。

大多数高校由于建校历史短 ,大多以教学为主 ,

其科研水平和科研实力相对较弱 ,原有的研究院所

数量少、规模小 ,市属和部属科研院所仅 19 家 ,本科

高校仅 1 所。企业工程技术中心和重点实验室大都

处在建设初期 ,尚无国家级 ,科技创新能力仍不能满

足产业技术创新的需求。在 18 个同类城市的比较

中 ,宁波市最为薄弱的环节为高校在校学生数、科技

论文数 (国内科技论文、SCI、ISTP、EI) 、专业技术人

员数等反映科技基础的指标。以 2002 年为例 ,全市

每年发表的科技论文不仅数量少 ,而且档次不高 ,被

国际三大索引收录的论文数量更少 ,仅有 109 篇 ,而

南京市有 3711 篇。虽然近几年宁波市的专利授权

量大幅攀升 ,专利授权量连续三年居国内各类城市

的第五位 ,但其中发明专利不多 ,发明专利占专利授

权量的比重很低。

(二)专业技术人员数量不足 ,尤其是高层次人

才数量严重缺失

“九五”期间人才引进工作卓有成效 ,高等教育

发展迅速 ,但由于原有基础薄弱 ,科技人才总量及结

构与科技发展需求也还存在较大的差距 ,尤其是高

层次人才和高新技术研发人才紧缺。实施“一号工

程”以来 ,引进高素质人才的工作进展十分迅速 ,但

专业技术人才资源总量、比例及高层次专业技术人

才数量仍低于其他副省级城市及苏州、无锡等市 ,

2002 年全市专业技术人员 2715 万人 ,低于沈阳

(4611 万人) 、广州 (41147 万人)等市 ,其中高级职称

只有 111 万人。并且高等教育系统培养的高学历人

才不能满足经济和科技的快速发展。到目前为止 ,

全市没有一家高校具有博士授予点 ,而硕士点只有

宁波大学一所。

(三)企业对科技工作关注还不够 ,技术开发能

力不强 ,高新技术建设需要进一步支持

从总体状况看 ,企业的厂长 (经理)认识不到位 ,

维持现有生产经营多 ,重眼前 ,轻长远 ,缺乏危机感 ,

特别是企业的技术进步、技术创新缺乏规划与实施

等。企业技改投入远高于科技投入 ,而科技活动经

费支出中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远高于 R &D 经费支

出 ,技术引进以硬技术的引进为主 ,引进与消化吸收

经费比例偏低。企业中虽然普遍建立了研发机构 ,

但研发机构规模不大 ,人员层次不高 ,研发能力仍然

相对较弱。如在上报考核数据的 49 家市级以上企

业工程技术中心中 ,有 73 %的中心三年来没有获得

发明专利 ,三年中获得的实用新型专利在 2 项以下。

(四)与杭州科技竞争力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在省内 11 个城市科技竞争力比较中 ,杭州和宁

波均属于领跑性城市 ,因此杭州很自然成为宁波科

技资源比较分析和短期赶超的目标和对象。要赶

超 ,首先要明确差距和不足。与杭州相比 ,宁波科技

资源存在的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科技投入的差距、

人力资源的差距和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的差距。

总的来说 ,宁波科技资源存在的问题为政府科

技资源政策呈现阶段性、科技资源市场发展处于起

步阶段、企业科技资源投入和利用不足、科研机构处

于被动的开发科技资源、高科技人才引进难的特点 ,

同时政府、市场、企业、科研机构和科技人员之间都

是一对一的松散型的交流 ,缺乏通过科技市场实现

政府政策导向与企业和科研机构、高科技人才的有

机结合的科技资源共同合作的目标和平台。

三、促进宁波市科技资源能力
建设的对策分析

　　根据宁波市目前科技实力的现状及与杭州的差

距和不足 ,可以将宁波未来科技发展短期的目标定

为 :赶上和超过杭州 ,在赶超的基础上再寻求新的更

大的发展。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政府、企业、相关中

介机构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 ,通过扎实的措施和有

效的工作 ,使宁波科技资源不断丰富 ,科技资源能力

持续提升。

(一)进一步创新观念 ,为实施“科技强市”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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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科技资源营造良好的氛围和可靠的组织保证

一是在“科教兴市”的认识基础上 ,在全社会范

围内营造“科技强市”的良好氛围 ,增强社会各界对

科学研究和科技成果转化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二是

要改善技术创新条件 ,建设创新基地 ,优化科技大环

境。加快企业工程技术中心和技术开发中心、重点

实验室、科技服务机构等科技创新机构建设 ,加强多

种形式的产学研联合 ,建设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

结合的科技创新体系 ,增强技术创新能力。

(二)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 ,

增强企业自主开发能力 ,整体提升企业技术创新的

水平

一是在重点企业普遍建立起具有较强创新能力

的技术开发机构 ,使市级以上技术中心具备开发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的能力 ,有条件的企

业要积极争取建立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二是进一

步推进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合作开发机制建

设 ,推动“产学研”合作不断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三

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进一步支持高新技术发展 ,

加强各级各类科技园区建设 ,以科技园区、开发区等

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为依托 ,加快建设“三区一带”高

新技术产业基地 ,使之成为浙江“天堂硅谷”的重要

组成部分。

(三)加强市内外 ,国内外科技合作 ,建设高素质

的人力资源支撑体系

一是在人才队伍建设的视野上 ,要从区域性人

才库向国内外人才大市场瞄准 ,拓宽人才资源库 ;二

是在人才队伍建设的对象上 ,要由单纯的技术人才

向管理人才和复合型人才转变 ;三是在人才队伍建

设的工作机制上 ,要由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转

变 ,构建企业是人才主体的市场机制。之外 ,还可以

进行重点科技项目的合作 ,建立共建技术开发机构 ,

增强技术创新能力。

　　(四)运用先进计算机技术进一步对宁波市科技

资源和数据进行整合

对现有科技资源和数据进行整合 ,完善市级科

技信息网络 ,加强网上科技信息资源建设 ,发挥网络

效益 ,全面提高科技信息化水平。充分发挥科技信

息网络的作用 ,支持县级科技信息网络平台建设。

改变原有的各自为政的资源平台模式 ,建立综

合性的科技资源共享平台 ,实现资源的整合 (见图

2) 。科技资源平台可引入市场化运作机制 ,建立政

策发布、人才需求供应、企业科技资源需求及科研院

所科技资源的数据库资源。在这一平台上 ,各方均

能获取宁波市当前的最新的其他三方的信息 ,建立

了一个快速沟通的机会。如政府可以直接了解目前

的企业、科研机构人才引进情况 ,制定科技政策 ,使

企业的需求与人才、科研院所实现快速结合。同时

可以实现科技管理的网络化、集成化、自动化 ,提高

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

图 2 　科技资源共享平台功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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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ualities and Analyzing for Technological Resources in Ningbo
SHI Qi2fang , CHEN Cheng2pin , B I Na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Hangzhou 310032 , China)

Abstract :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the paramount forc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ductivity , and the technological resources are the

foundation and guarante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1 The technological capacity information in Ningbo regional economy was ob2

tained by investigating into the Ningbo technological resource actualities , including the actualitie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talents , research and devel2

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science service agencies , investment in research and producti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nterprises ,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jects ,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sults and patents , etc1 After the finish of data collection and primary data process , systematical

analyses were carried out to find out the countermeasure to boost the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resource capacity in Ningb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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